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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的信息终究成为了一事件。当重要信息来临时，日有所想

，夜有所思。多年来的冲动与愿望被信息包装后组成一则故

事、事件。 佛咯依德把梦解释为潜意识的活动，在梦中人们

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梦的方式却往往不那么直接，

甚至有反愿望之梦，当然他发现儿童的梦却是非常直接的，

并反映着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成人的梦中一些未能满足的愿

望或欲望得到了释放，并以伪装的方式发现出来，往往发以

不相干的词、信息、其他记忆的形象来代替，给梦的解释铺

上了层层迷幻。但为什么梦会欺骗我们呢？梦又维护会被改

造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千千万万的信息与记忆，而一些

记忆却不被表露，于是可以释放出欲望与本能状态，人类具

有了理性之后，理性便压制本性，一些记忆或真实想法也被

层层压制，由于一些本能或内心的想法很容易带来不利，我

们会用理性来权衡，又由于信息与记忆的不断增多，潜意识

在大量理性与意识的累积后在也无法出头。但是在梦中，意

识是被抑制的，于是潜意识便开始反抗的反抗、浮现的浮现

，然而战斗仍然没有结束，没有抑制的意识又出来“维和”

，梦因此被改造了。它们被包上了糖纸，梦的伪装性决不输

给清醒时 理性伪装，潜意识在睡梦中曾现出来，但偏偏又被

改造。就如佛咯依德说的“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

过改装）而达成。于是当我们分析梦时，我们就剥开层层的

糖纸，最后留给我们的就是“原始动机”。 梦来自于愿望，



梦来自于经验，梦来自于思考，并非所有的梦都只是忙于“

实现愿望”，梦也会不时带给一些人启示，于是梦也并不只

是人们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我们每天都有无数

个意志从我们身边溜走，意识并不会留意，但它们往往已经

被聪明的大脑储蓄起来，因为人类大脑提取信息数量有限，

于是许多最近印象与无关紧要的记忆被抛之脑后，但这些无

时无刻击来的信息并没有被丢失，这时，我们会感到无顾的

情绪不佳，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其实之前已经有许多事物

开始影响到我们，但这一连串的事物比起后来的信息实在是

微不足到，于是你不在记得而意识只提取了当天一些主要的

信息作为记忆的主要部分，之后无数被遗漏的记忆成为了梦

中的原材料，有时，在梦中，出现了一位奇怪的人物，告诉

你一些奇怪的事，然而这些事就是真理，它甚至会以形象化

的态度来表示起寓意，这就是梦的启示。 梦极其具有联想性

，几个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与梦中凝合成一个整体，把不同

的人或事组合在一个故事中，如把两位亲友的特征合为另一

位熟人的综合特征，这不仅仅就在梦中出现，这种组合与替

换往往会出现在想象中，如人头马身。这种功能早就被人类

无意识熟练运用了，在生活中某某事物的浮现常常会激起我

们儿童的潜意识，而在梦中它却被生活中一些人的词句、动

作或一些不同事件所改装，它把各种事项组合在一起来表达

最初的“想法”。梦的浓缩功能把生活记忆存储后并且用各

种故事形式来加以表达，它是位故事家，极具创造性，故事

情景完全超出平时你所拥有的故事创造能力，并在故事的讲

述中，你得到了满足。潜意识为了不受“审查机构”的监视

，无意识间把无序的记忆与经验组合成形象的过程，并且我



们通过分析便知道其中寓意。 梦的创造力与治愈力曾一度不

为人所正视，梦与白日想象有极其相似之处，具有许多创造

发明来源与梦，但并不只是梦的作用，而是因为平时的记忆

积累为梦所用，梦的创造作用并不是意识与理性能够代替的

，与幻想一样，它们具有如出一辙的组织与构造力。梦是潜

意识的释放，当我们白天遇到不如意或心愿未完成，梦将其

解决，梦成了一种解脱，它曾在古希腊时期被认为是能治万

病，尤其是心理疾病，但在当今心理学领域，梦还是一片空

区，除佛咯依德对梦的首创性解释，但解释中着重点却总围

饶着梦的潜意识活动，并且也说明例举了一系列病人与自己

的梦例，但却没有去过多解释梦与心灵感应的关系和梦的预

示作用。 梦的预示与心灵感应事件：在古代我们就曾经听说

过心灵感应，我们常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感应力是越

过了悟性（领悟力）的一种能力，常会被我们说成特异功能

，但感应决不会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实现，往往多半在梦中

发生，这里有个生动的例子，也是佛咯依德曾曾经做过的梦

例之一：一对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位突然梦见自己从高高的

楼顶摔了下去，就在第二天他得知了兄弟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消息，并住进了医院，事情后来被知道是发生在深夜。这则

梦是心灵感应的代表，感应发生在梦中，并且是在于最亲密

的人之间。如何解释心灵感应现象，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与

说服力，感应被沦为超自然现象与灵学领域，谁都不想陷入

这个四胡同，佛咯依德也是其中之一，他往往试图用最科学

的手法来解释。同样梦的预示也成了超越时间空间的不可理

解事件，如常常在现实中有些人说他们梦中的事件变成了以

后的相似的事迹，甚至于背景人物都完全相同，而另一些人



则感觉到现实事件具有好象梦中曾有发生的熟悉感，比如“

我好象什么时候来过这里”，“我好象见过某某”等。如果

梦的预示存在，那也将是无意识下的偶然事件，但我们却不

能够理解其中一些越时空特性，也许经典哲学可以越过物理

学法则。也许在这里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现代科学的局限性，

与我们过多运用左脑的后果。梦的预示常常会表现为再后遇

到的事物中发现有相似或雷同，曾有一位学生梦见四个大字

，第二天在逛书店中偶然发现了某书上有这四个字后想起了

他所做的梦，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因为潜意识的作用而认为曾

经梦过其情景，可以说其为错觉。也许并没有此梦，但梦的

情景却历历在目，难道潜意识能在意识清醒下编制了其为相

似或雷同的感受，保守的佛咯依德也曾遇到此梦，因为他没

有此梦的亲生经历，并且因为信念问题，无法正面解释，有

些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感受有错误，因为他非常确信所处的情

景、人物、发展都是他所梦见的，没有理由去辩驳这是不是

梦的预示，如果要说是因为而联系到潜意识中的错觉，那么

也有人在记得梦的情景后，事件发生了雷同。这些现象发生

在不少人当中，现代科学在这时走投无路，只有依靠哲学去

辩解，这些领域要想在心理学中有所发展，并不完全依靠现

代科学，这种“客观求证论”已经不能对我们身处的全然不

知的世界中下结论与定义，佛咯依德因此而变得保守，因为

他的心理学仍然偏向过多于现代科学这种左脑思维，心理学

不能与科学化等号是因为心理学仍然有其哲学成分，而哲学

本就是来源于古人对世界的一种悟性（领悟力），而悟性往

往来自于右脑，现代哲学的失落又是因为什么？现代哲学又

如何成为了如此理论化的东西？心理学如果偏向完全的科学



，我们就完全会用机械的方式去看待事物，或排斥“不合理

”的事物，而偏向哲学的心理学（如荣格心理学）却完全可

能打开“超自然”的大门。荣格心理学重点结合了中国的古

老哲学《易经》并大大促进了心理学的扩展，虽然他与佛有

其相似点，但无论如何却把心理学带向了另一个前景。左脑

的发展阻碍了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与扩展，但谁又将是其中

的开拓者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